
本报讯（见习记者 赵培希 通
讯员 黄林滨）“金总，这是后宅老

家孩子给你写的信，孩子们说助学

金已收到，一定好好学习不负期

望。”近日，金华义乌市委组织部

（老干部局）的工作人员和义乌市

关工委的老同志一起赶赴江苏苏

州，亲手将一封感谢信交到义乌籍

企业家、江苏伟杰投资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金双龙手中。

据了解，2022年5月，义乌市关

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依托义乌市

红十字会，发起设立“义同成长”关

心下一代基金，专项用于义乌市域

范围内青少年（含非义乌籍）特别

是弱势困难群体的教育、引导、关

爱、保护等各类关心下一代公益活

动，旨在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引

动社会资源助力共同富裕，帮助青

少年破题“成长的烦恼”。

把“走出去”的力量“请回来”，

基金设立之后，老同志们发挥重要

作用。广大“五老”带头捐款的同

时，发挥自身人脉优势，四处奔走

联系发动爱心资源。市关工委主

任、市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吴伟兴亲自带队赴市属国企、民营

企业、商会、乡贤会等地走访，动员

爱心企业家、爱心人士带动周边亲

朋捐献爱心。

目前，广大企业家为基金捐赠

的第一批爱心款已全部到位，基金

会设立后的第一个公益项目——

“义同成长”关爱助学三年行动也

已启动，有 6 位爱心人士结对 55 名

困境初一新生，资助每人每年 3000
元至初中毕业。

把“走出去”的力量“请回来”

义乌破题寒门子弟“成长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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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朱雪明）为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2 周年，台州

温岭市农水局 96 名离退休干部党

员开展“庆七一 忆初心 颂党恩”

主题党日活动，赴台州第一个党组

织纪念馆参观学习。

纪念馆坐落在台州市椒江区

葭沚老街内。老党员们进入馆内，

聆听革命斗争中第一颗火种点燃

的故事，了解台州党组织的发展

史、党建引领台州改革开放的发展

实践史，结合现代化“声光电”科技

元素，身临其境感受风云激荡的革

命岁月、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

温岭
纪念馆里忆初心

本报讯（记者 王杭晨 通讯
员 程晨）因种子搭乘神舟十六号

出征太空，仙居杨梅“红”了。如何

让这颗杨梅带动更多人致富？近

日，在台州市仙居县杨梅产业园展

厅，浙江老干部产业升级帮扶团成

员与当地企业代表开展了一场“最

强大脑”圆桌会。

“可以与文化大咖、文艺协会

合作，结合新媒体、微电影等形式，

做好杨梅品牌宣传。”“杨梅产业发

展需要整个台州积极联动起来。

会上，老干部们智慧交锋，为企业

在讲好仙居故事、谋好仙居项目、

做好仙居文创等方面建言献策。

这是“银耀聚力 助力仙行”─
─浙江老干部银耀志愿服务团队

走 进 仙 居 活 动 的 其 中 一 个 分 会

场。与此同时，在其他 3 个分会场，

浙江老干部红色讲师们先后为村

民和游客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共

富政策、“‘八八战略’在身边”主题

宣讲；浙江产业升级帮扶团的老干

部们观摩“神仙大农”农产品的展

销情况，为销售人员在品牌运营、

品质提升、产品推广等方面进行培

训指导；浙江老干部文化艺术服务

团的志愿者们现场挥毫泼墨，创作

多幅描绘仙居美景的书画作品，并

赠送给当地的民宿业主。

在活动中，浙江老干部红色讲

师宣讲团、产业升级帮扶团、文化

艺术服务团还分别与三门亭旁红

色文化教育基地、浙江神仙居旅游

集团、天台县始丰街道溪林社区签

订《共富“盟”约》。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老干部局

局长龚和艳表示，要把老同志中的

优秀人才、专家学者组织起来，凝

聚起来，在推动现代社区建设、优

化营商环境、推进乡村振兴等方面

贡献智慧、经验和力量，引领带动

更多人加入到社会志愿服务中来，

让“浙江有礼、志愿同行”在之江大

地化风成俗、蔚然成风。

聚焦共富 集思广益

浙里“最强大脑”为台州谋新篇

本报讯（通讯员 吴云妹）近

日，丽水市庆元县老干部服务中心

联合玉田、濛洲、石龙、咏归、新建5
个社区开展“巡回聚力 银耀社区”

庆元县老干部“庆七一”志愿服务

活动。

全县 180 余名退休党员干部

拿着保洁工具到市民广场、生态公

园、菇乡文化园、濛洲桥等公共区

域清理地面垃圾，擦洗桌椅、长廊

等设施。同时，沿着兴贸路、学后

路、府后街、新建路及周边农贸市

场、商铺开展文明劝导、消防安全

及反诈骗宣传，动员群众安装国家

反诈 App，进一步增强广大群众安

全用火用电及防范电信诈骗意识。

庆元
志愿服务庆“七一”

本报讯（通讯员 郑红华）近

日，杭州市萧山区军休支部开展

“迎七一·银龄党员心向党 巧手衍

纸颂党恩”主题活动。

老党员们在老师的示范下，用

衍笔把细小的纸条小心翼翼地卷

成一个个小图案，之后再将“小零

件”固定在画框里⋯⋯原本两小时

的课程，一直持续到傍晚 6 时，大

家还沉浸其中，乐此不疲。

老党员们纷纷表示，通过“指

尖芭蕾”这样的艺术形式向党的生

日献礼，表达对党的无限忠诚与热

爱，十分有意义。

萧山
巧手衍纸颂党恩

本报讯（记者 张伟群 通讯
员 林兴亮）近日，一位百岁老人

来到丽水市云和县水利局和相关

单位，将一本本自费编印的书赠

送给相识的人。他是云和县水利

局离休干部张乃民，生于 1923 年，

自 2011 年以来，他陆续编写 7 册

书籍。在墨香中翻开书页，随着

百年人生的娓娓叙述，沧桑巨变

扑面而来。

《浮 生 实 录》是 张 乃 民 的 自

传。1949 年，他于浙江国立英士大

学工学院土木系毕业后，加入中国

人民解放军。在军中，他随部队挺

进大西南，任教步兵学校。1958 年

复员后，到云和县水利部门工作，

直至1987年离休。

“七彩人生，各自创造。”张乃

民在《晚霞留丹》中写道，离开工作

岗位后，自感体力尚可，积极参加

党组织活动，获得过浙江省优秀离

退休干部党员称号。他注重锻炼，

勤于阅读，“脑体相辅相促，病魔欲

缠也难”。

走过百年，他用史实写下《人

名琐谈》，揭示许多哲理：“人总是

要有点精神的，这精神就是做人的

动力。”“做人要老实，做事要严谨，

成事要有毅力，凡事要坚持客观公

正。”

渐入期颐，张乃民用《艰难岁

月》记录疫情期间的温暖经历：“小

区封闭隔离管理期间，宅家防疫，

有社区志愿者为我解忧护卫，生活

无虞，得以平安度过。”

今年以来，有感国家建设的巨

大成就，他怀着喜悦，编印了约 15
万字的《天地人和》，书中借中国空

间站、中国天眼等一系列科技成

果，歌颂盛世之壮美。作为水利高

级工程师，他还记述了丽水紧水滩

水库混合式抽水蓄电站项目。

张乃民希望，通过编书记录祖

国和家乡变化，见证时代发展，用

热爱生活的心鼓舞更多人。

方寸之间 礼赞盛世

云和百岁老人书写百年人生


